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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组形成了大体上一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实现这一伟大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的社会实践观
点的确立。
为了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在现代条件下发展的新成果。
本课题组同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及其他有关方面密切配合，直接组织和参加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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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肖前，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新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开创人，湖北省沙市人，1924年7月生,2007年8
月23日凌晨3时5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4岁。
1944年就读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后合
并入华北大学。
1947年留校工作，曾任艾思奇的行政和学术秘书。
自1950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特邀成员，中国辩证
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肖前还担任北京市委政研室顾问，被收入剑桥世界知识名人录。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套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
深远影响的哲学经典教科书，就是肖老一生执著追求真理的结晶。
在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此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哲学论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哲学反思》、《新大
众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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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875年恩格斯就针对这种观点指出：“运动的不灭不能仅仅从数量上去把握，而且还必须从
质量上去理解。
”“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本来具有的，从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被物质再生产出来。
”“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转变
为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
”“热寂说”既然认为宇宙最后必将归于绝对静止，那么宇宙以往的不平衡的炽热状态，即原始的物
质运动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宗教唯心主义，即像牛顿一样求助于上帝的神力。
当代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批判了“热寂说”。
科学家们根据已获得一系列实验证据的大爆炸宇宙模型指出，科学所展现的宇宙图景是同“热寂说”
完全相反的。
热寂说的要害在于忽视了引力场在宇宙演化中的作用。
由于存在万有引力，宇宙根本没有平衡态，宇宙只能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而不是静态的。
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也是对热寂说的否定。
它说明宇宙不是克劳修斯所设想的孤立系统，宇宙不会越来越趋向于单一、无序、完全平衡和绝对静
止。
物理世界是一个非稳定性和有涨落的世界，整个宇宙及其所包含的各种物质形态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
。
宇宙的运动不可能是一个方向，而有不同的方向，同时总是无序和有序的辩证统一。
因此，宇宙永远处在运动、演化过程中，它的历史不可能有终结。
　　人类全部实践和科学都不断地证实，任何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着。
正如恩格斯所说：“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
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
”同脱离物质的运动一样，脱离运动的物质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这表明运动作为物质所固有的存在方
式和属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运动的绝对性，并不意味着某种特殊运动形式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包含着各种具体运动形式
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过渡和转化的无限性。
因此，在承认运动绝对性的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还肯定了相对的静止及其意义。
所谓静止是指没有发生某一特定形式的运动而言的，例如，一个物体没有位移，一个细胞没有分裂，
一种社会形态没有变革，等等。
相对于未出现的变化而言，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和静止的辩证统一。
运动是永恒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静止（平衡、稳定）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
的；这都是由事物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况决定的。
绝对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泉源；但“动中有静”，相对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式和量度，是物质分
化的前提和条件。
正是由于物质在运动中存在着静止这个方面，才能形成无限多样、性质各异的事物。
把运动和静止人为地割裂开来，夸大绝对运动而否定相对静止，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反之，
夸大相对静止而否定运动的绝对性，则必然导致形而上学的不变论。
两者都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都是片面的、错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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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合订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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